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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寒潮

早报11月 30日讯 今冬供热季，
青 岛 早 报 持 续 开 通“ 问 暖 热 线 ”
82888000，帮助市民解决各种供暖问
题，倾听市民的“冷暖”心声。从11月29
日开始，岛城迎来寒潮天气，早报的“问
暖热线”再度升温。针对市民反映的每
个问题，早报记者均第一时间处理，联系
辖区供热公司和相关部门，调度工作人
员上门解决。经过高效处理，截至昨天
18点，市民反映的供热问题都已经被受
理解决。

暖气不热多因管网积气

记者通过梳理 29 日、30 日热线发
现，市民反映的暖气片“凉一半”“热一
半”问题占了极大的比重。这种情况是
如何造成的呢？记者采访多位供热维修

人员了解到，“凉一半”主要由两方面造
成，第一是供热管网内积气；第二是家中
小管网或小区大管网水力不平衡。维修
人员解释道，积气问题是比较常见的。
水烧开了会产生气体，供暖采用的是高
温水管网。气体从密度上来说本身比较
小，一般会向上走，所以很多顶楼的用户
积气问题格外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
排气就可以解决管网积气问题。而小管
网、大管网水力不平衡问题也不难解决，
一般市民家里都会有多组暖气片，流通
到最后面的几组可能会有不热的现象，
维修人员可以通过调试前端部分把后面
几组暖气片带热。但很多市民在维修人
员调试完后，会把所有的阀门都打开，导
致管网水力失衡的现象，则仍然需要调
试。如果说市民家里的暖气是小管网，
整个小区就是大管网，一个单元的阀门

打开以后，后面单元可能就没有前面单
元那么大的流量，所以供热站还会调试
小区管网的平衡。

市民可先自行放气调试

记者采访得知，往往在每年的供暖初
期，暖气片“凉一半”的情况确实会比较
多。针对这种情况，维修人员也介绍了简
单实用的解决方法。因为暖气片“凉一
半”主要是管道中有积气，市民可以自己
把暖气的小阀门扭开排气。在暖气上下
阀门全部处于关闭状态时，只需轻轻将放
气阀门拧松，就能听到有气体排出的声
音，这时不要全部扭开，扭到轻微滴水的
程度即可，然后马上停止扭动排气阀，让
气体自己排出。由于气体都是堆积在暖
气片的最顶端，因此在气压的作用下很容

易将气体给排出来。需要注意的是，给暖气
片放气，最主要的是把气体排出，流出来的水
量只是一点，不需要把水全部放出来。所以
在转动排气阀时，千万不要把排气阀全部转
下来，这样可能会导致有水喷出来。维修人
员提醒，经过专业人员调试后，市民尽量不要
再动家里的暖气阀门了，这样能保证明年的
供暖情况更加稳定。

早报“问暖热线”持续在线

家里的暖气热不热？小区里供暖配套
设备是否完善？家里暖气不热应该如何处
理？多年来，每到冬天供暖季，青岛早报都会
及时开通“问暖热线”。如今，早报“问暖热
线”82888000持续在线，切实关注市民的冷
暖问题，并深入一线对市民集中反映的用热
问题进行采访报道，联系供热企业和相关部
门解决有关问题，为市民排忧解难。

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各类用热问
题，都可以向早报热线反映，早报将第一时
间联系解决，为市民营造一个温暖的冬天。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博文）

“青岛大海又冒烟儿了”“像是蒸馒
头 一 样 ”“ 这 种 现 象 可 能 叫‘ 海 浩 ’
吧”……11月30日早晨，有市民发出青
岛近海部分区域的海面上飘逸雾气的照
片及视频，早报记者当天在栈桥景区看
到，栈桥及小青岛周边海面上确有一层
薄雾流动，就像海水在冒热气一样，海面
上停泊的船只以及回澜阁、小青岛等都
被笼罩在雾气中。这种现象在去年1月
7日也曾出现过，当时根据气象专家的
解释，这种现象叫“海浩”。当天，早报记
者采访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气象学系海雾
研究团队了解到，这种现象在我国北部
近海及俄罗斯、日本等海域常发，学名应
该叫平流蒸发雾（或蒸汽雾），“海浩”的
称呼可能是来源于大连的民间说法。

青岛大海“又冒烟儿了”

11月30日早晨，我市胶州湾以及市
区、西海岸新区近海海面上出现了一层

“雾气”，这“雾气”随风移动，就像大海
“开锅了”一样，远看去海面上“白茫茫
一片”，船只在其中若隐若现。稍遗憾的
是，由于当天早晨青岛市区迎来一次冷
流降雪，导致能见度稍低，和2021年1月
7 日早晨青岛出现的“海浩”现象相比，
观赏度稍差一些。

根据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发布
的消息，11 月 30 日青岛近海的水温在
15℃左右，而当天早晨青岛市区的气温降
到-5℃左右，有20℃的温差。当太阳出来
后，陆地气温提升较快，大气与海水温差
缩小，这一现象逐渐消失。当天早晨，网
友及摄影爱好者拍摄了大量图片和视频
在网上传播，很多人表示这种景观少见。

2021年1月7日早晨，由于强冷空气
突袭，青岛近海水温和空气温度相差超过
20℃，青岛近海出现了“白茫茫云雾”的
奇观，被很多网友用图片和视频记录下
来。当时，青岛市气象台气象专家解释：
这种现象叫“海浩”，是指当海面上方的气
温骤降，海水温度高于空气温度，海水蒸
发为水蒸气，遇到冷空气后迅速凝结为冰
晶，因此呈现出好像“白茫茫云雾”的现
象。根据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发布
的消息，2021年1月7日，青岛近海的水温

为5.3℃，胶州湾水温为3.2℃，而当天青岛
市区的气温骤降到了-15.9℃。

由于气温低，2021年 1月 7日，青岛
沿海还出现了“冰浪”的奇特天气现象，
就是在海边的局部区域，低温把波浪冻
住，形成美丽的冰冻浪花，这是因为气温
太低，加上岸边原本就吸收了太多的寒
气，波浪来不及退回去，瞬间被冻住。

“海浩”其实就是“海雾”

“海浩”一词的出现，使许多人认为
它是一种发生在海上的新的大气现象。
对用“海浩”一词来形容这种现象，中国
海洋大学海洋气象学系海雾研究团队并
不认可，对所谓的“海浩”现象和“海浩”
一词进行追根溯源，“海浩”并不是气象
专业术语，经过大量调查，“海浩”一词是
大连獐子岛一带的地方说法。“海浩”只
表音，用来表意并不恰当。去年1月份，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气象学系海雾研究团
队就曾公开发布过这一观点。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气象学系傅刚教
授认为，所谓“海浩”并不是发生在海面上
的一种新的大气现象，而是严寒天气条件

下常发生在我国北部、俄罗斯及日本等地
近海的平流蒸发雾（或蒸汽雾），其本质就
是俗称的“海雾”。这种现象在我国最早
开展海雾研究的学者、海洋气象学科开创
者王彬华《海雾》一书早有记载和讨论。

黄海海域是世界著名的海雾发生
地，海雾研究是中国海洋大学海雾研究
团队的一个主攻方向。团队成员分析研
究了2021年1月初的所谓“海浩”现象的
图片和视频报道，结合王彬华教授的

《海雾》一书的相关内容，形成了《关于对
“海浩”一词的说明》：这种大气现象发生
的必要条件是比海水温度低得多的寒冷
空气经过温暖的海面，水蒸气遇到冷空
气后迅速凝结成微小液滴，漂浮于海面
附近而形成雾。由于从北方过来的冷空
气整体上是干燥的，因而雾只存在于水
蒸气比较充沛的海面附近。一般情况
下，当出现-30℃以下气温时往往出现
的是冰雾，-10℃以上是水雾，-30℃
至-10℃之间是冰水混合雾。

“海浩”一词源于大连方言

许多人对“海浩”一词感到既陌生又

新鲜，在 2021年 1月初席卷我国的寒潮天
气过程中，“海浩”一词开始在各种媒体上
被广泛传播。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气象学系
海雾研究团队经过调查发现，其实“海浩”
一词早在2015年就见诸报刊了，2015年11
月 27 日，大连一家媒体刊发《獐子岛海域
出现“海浩”奇观》一文，团队判断这是在国
内首次使用了“海浩”一词，至今也尚未发
现还有更早使用“海浩”一词的国内外媒
体，并且“海浩”这一叫法在学术文献中也
未发现。

根据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气象学系傅
刚教授提供给早报记者的资料，他们团队
对“海浩”一词的来历作了详细的追溯，通
过电话及微信方式访问了大连市及长岛
县的气象部门、高校教授、记者、企业员工
等，得出调查结论：“海浩”一词源于辽宁
大连獐子岛一带海域老百姓的说法，冬季
强寒潮爆发后，当强冷空气流经较暖的海
面时，海面上蒸汽腾腾，这种巍巍壮观的
景象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出 hao 了”(hao
发音是二声)，但没有调查到“hao”的发音
对应的汉字。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首席记者
孙启孟 摄影报道

早报问暖热线

82888000

青岛海面再现“雾气蒸腾”
昨日栈桥小青岛等被“蒸汽雾”笼罩 水温和气温20℃的温差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

暖气不热 多因“积气”
早报“问暖热线”第一时间为市民解决问题

11月30日早晨，小青岛周边海面上升腾起雾气。


